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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2018—
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
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把全面从严
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推动全
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
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认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既发扬
我们党长期积累的党支部建设宝贵传
统，又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创造的
好做法好经验，规定明确、符合实际。制
定和实施《条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为新时代党支
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对加强党的组
织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
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巩固党长期执政的
组织基础，意义十分重要。

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党支部作为组

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巩固传统领域
党支部建设，拓展建设新兴领域党支部，
不断扩大覆盖面、着力提高组织力和领
导力，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推
动党支部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
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
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要把抓好党
支部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党委（党
组）书记要亲力亲为，深入支部抓支部，
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把
抓好党支部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
本标准，考核评价党建工作。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
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要抓好《条
例》的宣传解读和学习培训，使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深入领会《条例》精神，全
面掌握《条例》内容，增强贯彻执行《条
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对
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提高抓好党支部
工作、推动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
督促落实，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
到实处。

会议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
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制定实施好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对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确保党的事业
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强调，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要把理想信念
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强化理论
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大力开
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特别是要牢牢
抓住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围绕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长期坚持、持续发力、不断深
化，使之系统权威进教材、深入生动进
课堂、刻骨铭心进头脑，推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
心、落地生根。要着眼提升专业能力和
专业精神、培养复合型领导干部，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打赢“三大攻坚战”等，
组织开展务实管用的专题培训，加强岗
位必备基本知识的学习培训，提高干部
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新部署
的能力。要在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上下
功夫，把握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
训规律，深化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员的主体作用，因
材施教、注重实效，防止搞培训上的形
式主义。要加强各级党校特别是基层党
校建设，努力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
大家和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在学科领域
有影响力的知名专家，提高党校办学水
平。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结合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结合干部
思想和工作实际，分类分级开展精准化
的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干部做到学以致
用、知行合一。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
治教、严以治学，敢抓敢管、严抓严
管，使教育培训过程成为干部增强党性
修养、提升品行作风的过程。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 21 日向越共中央
总书记阮富仲致唁电，代表中
国党、政府、人民并以个人名
义，对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逝
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向其家
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全文
如下：

惊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主席陈大光同志不幸逝世，我
代表中国共产党、政府、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
并通过你向越南共产党、政
府、人民，对陈大光同志的逝
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我们为
他的逝世深感悲痛。

陈大光同志是越南党和国
家杰出领导人，为越南国家发
展和革新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陈大光同志作为中国人
民的亲密同志和朋友，致力于
继承和弘扬中越传统友谊，积
极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发展。

我相信，在总书记同志坚
强领导下，越南党、政府、人
民必将化悲痛为力量，在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
成就。

请向陈大光同志家属转达
我最深切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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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一直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与
香港、澳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
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
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如今，港珠澳大桥开通在即，伶仃洋大桥主墩桩基开钻，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也将于9月23日正式运营……粤港澳大
湾区以推进基础设施互融互通为突破口，推动要素资源自由
流动，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继续做好改革开放大文章。

交通“主动脉”互融互通

9月6日，伶仃洋大桥、中山大桥主墩桩基同时开钻，标
志着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桥梁工程建设全面实施。深中通
道全长约24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跨海通道，计划于
2024年建成通车。届时，从珠江西岸的中山前往东岸的深
圳，不必向北绕行虎门大桥，车程由现在的2个多小时缩短
为半小时左右。

另外两条湾区交通“主动脉”，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
珠澳大桥，即将正式运营。

9 月 23 日，广深港高铁开通后，香港纳入全国高铁网
络，旅客可以从全国44个车站直达香港。香港西九龙车站
采用“一地两检”方式办理旅客出入境，节省通关时间，方便
人员往来。

总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
超大型跨海通道，被誉为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王冠”。目
前，港珠澳大桥路政养护、大桥收费、交通救护等人员基本
到位，大桥进入通车前演练测试阶段。大桥通车后，港澳之
间的车程将从3个多小时缩短到半小时左右。

“因工作原因，我要经常往来于广州、深圳、香港三地。
广深港高铁开通后，将极大缩短交通时间，工作、生活也会
更加便利。”在广州从事金融工作的雷雨告诉记者，以前他
从广州到香港要2个多小时，以后只需要1个小时。他相
信，随着交通便利化的发展，粤港澳三地的交流会更加频繁
和深入，三城生活也将成为可能。

随着交通“主动脉”和“毛细血管”不断完善，“粤港澳一
小时交通圈”初步形成，宜业、宜商、宜居、宜学、宜游的“粤
港澳一小时生活圈”将从理想变为现实。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
展的切入口，是很好的选择，这有利于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更好流动。”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
广汉教授看来，以交通融通融合为开端，粤港澳大湾区的融
合发展将不断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腹地传统工业城市的生产要素成本较
低，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工业基础资源比较丰富。未来，珠
江西岸城市可以通过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等
路网，直接与深圳、香港、澳门等地对接，吸引各类生产要素
和消费要素。 （下转第二版）

创新潮涌南海滨
——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

群加快协同创新发展纪实

历经20年不懈努力，木兰溪从水患
频发到跻身“全国十大最美家乡河”，瞄
准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
木兰溪，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久久为功，给沿岸人民群众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福祉。

木兰溪治理，是以“两山论”为精髓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彻底根
治木兰溪水患，一直是莆田人民的期盼。
20年来，历届莆田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
抓木兰溪治理，迎难而上，积极作为，主动
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变害为利、造福于民，
做“活”水的文章，让依水而生的城市因水
而兴，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的民生答卷，

当地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伴
随着走向美丽的木兰溪而不断增强。

木兰溪的治理经验，已经成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在福建工作
期间，习近平同志四访木兰溪，深入调研，
指导工作，推动莆田人根治水患的愿望一
步步走向现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把生
态环保放在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安全与生
态相结合、控源与活水相结合、景观与文
化相结合；统筹推进堤防建设、污水治理、
岸坡绿化、生物净化、引清活水；建章立制
将治水常态长效明确固化下来……实践
表明，形成一套符合实际的推进机制，是
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常抓不懈的根本。

木兰溪治理20年的实践提示我们，

只有久久为功才能让美好愿景变成现
实。治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一年半载之
计，比拼的是城市管理者的决心，检验的
是城市发展的韧劲儿。推进生态环境建
设，既需要管理者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
划，给出时间点、路线图，更需要坚定不
移地将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有“功成不必
在我”的襟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在绿色发
展新理念的指引下，建设美丽新时代。

木兰溪的治理不会画上句号。生态环
境建设中还有一些坡坡坎坎横亘在前，凭
借已经收获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多积尺寸
之功的决心定力，美丽木兰溪必将更加秀
美，更多的木兰溪必将不断涌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
本报评论员

发源于福建省戴云山脉的木兰溪，
从茫茫群山中奔流而下，迂回曲折，蜿蜒
变宽，汇入大海。它是福建省“五江一
溪”重要河流之一，也是莆田的“母亲
河”。

历史上，木兰溪滋润养育了莆田人，
但水患频发也给这里的人民留下道道创
伤。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水患仍是
挥之不去的痛楚。而今天，它成为 300
万莆田人的“生命之水、生态之水、金银
之水”，2017年跻身“全国十大最美家乡
河”。是什么让木兰溪完成了如此华丽
的转身？木兰溪嬗变，到底经历了什么？

从逢汛必淹到科学治水

在莆田，流传着“雨下东西乡、水淹
南北洋”的民谣。这里曾经是一座对洪
水不设防的城市。

城厢区霞林街道肖厝社区南接木兰
溪，北靠莆田市区。社区党支部书记谢
金坤指着硕大的腌菜木桶告诉记者，由
于地势低洼，原来每到汛期，肖厝必定受
淹。此时，家家户户的腌菜木桶就是逃
生工具。

木兰溪下游的南北洋平原，人口稠
密，村镇相连。由于地势平坦低洼，在
洪、潮、涝共同发难下，不同程度的灾害
时有发生。

据 1952 年至 1990 年近 40 年的资
料统计，木兰溪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大
洪水，每4年发生一次中洪水，小灾几乎
年年有，历次洪灾都给沿岸的乡镇工农
业生产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带来极大
损失。

很多莆田人对 1999 年 10 月的第
14 号超强台风刻骨铭心，“当天晚上 7
点洪水漫进村，9 点多被浸泡的土木房
开始一间间倒掉。”谢金坤告诉记者，当
晚，刚刚背出一对老夫妻，身后房子就
塌了。说起当时险情，谢金坤记忆犹
新。那次，莆田倒塌房屋近 6 万间，被
淹农田 45 万亩，近 3 万名群众寄居他
乡，2 万名学生被迫停课，直接经济损
失达31亿元。

年年水患，人心惶惶。1992 年，莆
田市城厢区人大代表林国栋与同在木兰
溪沿岸并且受灾严重的肖厝、坂头、顶
墩、南门等村的区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木
兰溪治理议案。 （下转第四版）

从水患频仍到“全国最美”——

“ 人 水 和 谐 ”木 兰 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薛志伟

木兰溪支流延寿溪岸边的绶溪公园，这片区域保留着2000亩上万株荔枝树，被称为“城市的绿肺”。 蔡 昊摄


